
李海龙

孙连波 05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责
任
编
辑

白
莹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2018年
9月22日
星期六

古船米业有限公司榆树基地经营管理委员会主任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金风科技新疆服务事业部副经理

□本报记者 李婧

两节供应放心粮 十年中秋未回家

家人手中的风筝线 越放越远越牵挂

“为了确保北京市场粮食供应稳
定， 越是过节， 我们的生产任务就越
忙。” 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榆树基地
经营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连波长期驻扎
在吉林榆树， 负责基地的运营和管理
工作。 对于节假日， 他的牵挂都系在
生产上， 几乎没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和时间。 今年中秋节， 将是他第十个
不能与家人团聚的中秋节。

榆树市地处吉林省中北部， 是著
名的产粮大市， 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
农业资源十分富足， 素有 “天下第一
粮仓” 的美誉。 在这里， 不仅盛产玉
米、 大豆、 水稻、 高粱等农作物， 更
战斗着一群确保粮食市场供应稳定 ，
生产安全健康产品的 “京粮人”， 孙连
波就是其中一个。

2008年， 京粮集团根据市场和企
业发展需求， 在吉林榆树建设集原粮
仓储、 稻谷加工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
生产基地， “刚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
一片空地， 我们在接手的当地粮库里
办公， 条件非常艰苦。” 孙连波回忆，
挑起榆树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任，
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为此， 他
离开了北京的家和亲人， 住进了集体
宿舍， 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片黑

土地上。
筹备建厂， 基地秉承 “先生产再

生活” 的宗旨， 首先建设生产线， 200
亩的厂区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在两年
的时间里拔地而起。 “那段时间， 我
们从北京来的职工租住在临时办公点
里， 条件艰苦不说， 为了紧跟工程进
度， 很多人都长达半年不回家， 工作
时间根本不分节假日。” 孙连波告诉记
者， 投产后一年， 办公区和职工生活
区才陆续完工 ， 条件是有所改善了 ，
但生产任务重， 仍然成为他与家人聚
少离多的主要原因。

“去年全年， 榆树基地实际生产
12万吨稻谷， 我的所有节假日几乎都
盯在生产一线上， 确保假日期间的大
米供应。” 孙连波说， 中秋节和国庆节
是重要的消费市场节点， 又恰逢新米
上市， 为了确保供应， 他和同事们早
就开始忙活上了。 最忙的时候， 车间
昼夜生产， 工人倒班工作， 孙连波也
寸步不离厂区。 “不要说中秋节， 就
连春节， 我们也是在完成生产任务过
后， 最后一个回家来的。”

此外， 由于粮食行业的季节性分
明， 到了稻谷收获的季节， 孙连波常
常四五个月回不了北京， “收购原粮，

整理入库等工作繁琐又复杂， 我的省
亲计划只能一再往后退。” 孙连波说，
有一年， 妻儿曾在收购期来榆树探亲，
可忙得四脚朝天的他， 居然没有腾出
时间来陪伴家人。

“孩子小时候， 也曾埋怨我常年
在外工作， 无法陪伴他成长。 但如今，
了解和亲眼看到了我的工作， 也多少
能理解了。” 说起榆树与北京的距离，
孙连波说， 是8个小时动车， 是两三个
月一次省亲的 “双城记”。 “每次回北
京 ， 我还要向总部汇报和请示工作 ，
实际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就两三天。” 但
令孙连波骄傲的是， 今年参加高考的

孩子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 可在高兴
之余， 他也满心愧疚， “都亏了妻子
撑起了这个家， 承担了所有家务活和
孩子的教育 ， 是她让我工作得更安
心。”

孙连波并不太善于表达情感， 对
于家人也仅仅是电话和网络视频里简
单的问候， 但这山一样的男人， 用坚
守岗位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如今， 古
船大米的市场范围在不断扩大， 产品
的种类也在逐步增加， 生产线在不断
完善， 生产模式在陆续更新， 从榆树
基地产出的古船大米和特供米成为孙
连波和他的家人共同的骄傲。

今年30岁的李海龙是金风科技新
疆服务事业部副经理， 从2008年2月进
入这家公司至今， 李海龙的工作地点
有：内蒙巴彦淖尔、内蒙锡林格勒盟洪
格尔、内蒙锡林格勒盟灰腾梁、内蒙包
头、北京、新疆乌鲁木齐……而李海龙
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包头。
十年间，除了李海龙在包头工作的三个
月，和妻子带着大女儿在他工作地附近
租房住的两个月 ， 李海龙和家人一
直鲜有团聚的日子。 尤其是每年的中
秋节，十年来，李海龙一家只团聚过两
个中秋节。

2008年2月， 家住乌兰察布市的李
海龙应聘到金风科技工作，成为一名日
常维护风机的技术人员。 李海龙记得
当年他坐着火车来到北京，当天办理了
入职手续，领取了公司下发的工作服和
一个笔记本， 就住进了公司安排的宾
馆。 第二天，他乘坐火车来到了位于巴
彦淖尔的项目现场。 “这里距离我家大
约500公里。 ”

结婚之后，李海龙的妻子、女儿都
定居在了包头市。 可是李海龙的主要
生活坐标一直在移动。

2009年3月， 李海龙被任命为格尔
项目经理，来到西锡林格勒盟洪格尔工

作。这里距离他在包头的家，大约700公
里。 在锡林格勒盟，李海龙工作到2010
年3月。

2010年3月， 李海龙回到了包头市
工作。“我选择回到包头，是为了更好地
照顾家庭，与家人团聚。”在包头工作了
3个月，李海龙的职位是安全专职。 “虽
然和家人在一起，可是这工作我不太习
惯。 如果我一直在风电行业，需要不停
的进步， 才能追赶上风电行业的发展，
跟上公司步伐。比如，我一直维护的750
风机，每小时能发电750千瓦。而现在我
们的海上风机的最大机型6兆瓦机型，
每小时能发电6700千瓦。我需要学习新
技术。 ”

2010年5月， 李海龙到包头市白云
鄂博矿区的一项目学习1500KW机组
故障处理，这里距离包头市的家，大约
有144公里。2011年到2013年，李海龙到
距包头市100公里内蒙古固阳县怀朔镇
工作。2013年，他再次升职，在宁夏事业
部一项目做项目经理，项目地点在距离
包头 500公里的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
2017年，李海龙回到北京工作，做客户
经理。2018年3月，李海龙被公司派往新
疆乌鲁木齐， 就任事业部副经理一职。
这里距离他在包头的家3300公里。

工作十年间，李海龙觉得自己就像
一只风筝，风筝线在家人手里，只是这
根线越放越长。

李海龙的妻子尹女士说 ，“（李海
龙）最短一个月回来一次。最长的一回，
到项目上得有半年没回来。我知道他工
作忙 ，去项目看他。 当项目司机把我接
到项目现场，我看到他穿着满身油污的
工作服刚刚从风机上下来，当时眼泪就
下来了。”说起难过的时候，尹女士也有
点哽咽，“大女儿二岁多生病，家里只有
我一个人。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项目上，
电话信号连不上，总是无法接通。 大半
夜，我抱着高烧的女儿往医院跑，一边
走，一边哭。 ”

对于女儿的那次生病，李海龙也颇
有印象，“2009年的时候，女儿要上幼儿

园了，可是和我还是很生分。 她妈妈就
带着孩子到项目上找我，在项目附近租
了一间房住了两个月。孩子回去的时候
还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结果到包头没多
久生了肺炎。 等我知道的时候，孩子都
住院了。 女儿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
能去看她，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干完工
作，马上回家。 ”

不过，朴实的李海龙说，虽然在外
工作这么多年，对家庭亏欠不少，他依
然感恩风电事业带给他的一切。 “我学
历不高，中专毕业就参加了工作。 这些
年边工作边读书， 已经拿到了本科学
历。而且在职务上也成为了公司的管理
层 。 我的成就都是风机事业和公司
给予我的肯定。 我会坚持干下去，努力
下去。 ”

李李海海龙龙 （（右右））

孙孙连连波波 （（右右））

常驻吉林榆树市

常年奔波在内蒙古、新疆


